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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不同岩性上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
——以平果市为例

李晓青 1，阳倩妮 1，周楷淳 1，罗为群 2

（1.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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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典型喀斯特地区广西平果市的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Voronoi图
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揭示平果市喀斯特地区不同岩性上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

明：（1）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总面积为 4 825.15 hm2，喀斯特地区与非喀斯特地区的农村居民面积比值
约为 2.8∶1；（2）平果市的农村居民点属于聚集型，形态复杂且不规则，非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
聚集度相较喀斯特地区表现更为突出，二者变异系数（CV值）比值约为 1.2，喀斯特地区崎岖不平的
地表使得农村居民点形态更加复杂；（3）同一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在不同乡镇呈现出相似的分布特
征，岩石主要从硬度、含水性等方面影响地基的稳定性，不同岩石的性质影响农村居民点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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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聚居的场所，是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1-2]。农村居民点的

空间分布受诸多因素影响，已有研究人员通过对自

然因素（如区位、地形地貌等）、人文（如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等）等的分析研究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提出

了许多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观点[3]。何炬等[4]通

过运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点影响因素进

行了大小排列；海贝贝等[5]、崔欣等[6]通过分析研究

区域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归纳总结了地形、区

位、社会经济等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王涵

等[7]运用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

析了黔中高原地区海拔、坡度、河流以及县乡道因素

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有少部分学者运用定性

的方法对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规律进行研

究[8-9]。令狐亚等[10]以地质条件为基础，指出喀斯特

地区岩性、地质构造等会对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产生影响。目前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的研究方法主

要有 Voronoi图法[11-14]、景观指数分析法[15]以及核密
度估计[16-17]等。

岩石是地貌演化发育的物质基础，岩性不同会

直接影响地表形态，这在喀斯特地区尤为显著[18]。

本文从岩性的角度出发，以平果市农村居民点为研

究对象，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19]、Voronoi图和景观
格局指数对平果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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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阐明不同岩性上农村居民点的分布规律，

以期为喀斯特地区居民点的整治与规划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平果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东部，东临

南宁市武鸣区、马山县，南接南宁市隆安县、崇左市

天等县，西靠百色市田东县，北连河池市巴马瑶族自

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海拔在 200～450 m之间，全
境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21. 76 ℃，年均降水量为 1 200～1 500 mm；全市总面
积为 2 458 ㎞2，辖 9镇 3乡，2018年辖区总人口数为
520 412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76. 53亿元。

研究区域地处右江中游，按地貌可分为 3个区
域：中部、东北及西南喀斯特地貌区，以石灰岩为主；

西北部向东部倾斜的侵蚀地貌区，主要以石灰岩和

砂页岩为主；东南部半土半石山区及石山区，具有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全市喀斯特地貌面积

为 1 515 ㎞2，占市域总面积的 61. 67%。奇峰异洞等
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是区域内重要的风景旅游资

源，但喀斯特地区千沟万壑、崎岖不平的地面，对当

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带来

了极大影响。

2 研究方法

2. 1 GIS空间分析

GIS空间分析是指在地理信息系统里实现分析
空间数据，即从空间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

间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分析。

2. 2 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的CV值分析

运用计算几何学中 Voronoi图的变异系数（CV
值）对居民点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探讨分析，Voronoi图
的定义如下：

设平面上的一个离散发生点集 S＝｛P1，P2，…，
Pn｝，则任意点Pi的Voronoi图定义为：
Ti＝｛X：d（X,Pi）＜d（X,Pj）│PiPj∈S Pi≠Pj｝（1）

式中：d为欧式距离。由式（1）可知，Ti是一个凸多边
形。Voronoi图是对平面的一种剖分，在任意一个凸
Voronoi多边形中，任意一个内点到该凸多边形的发
生点Pi的距离都小于该点到其他任何发生点Pj的距
离，这些发生点也叫Voronoi图的质心或发生元。CV

值是 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其计算
公式为：

CV＝标准差／平均差×100% （2）
多边形的CV值是对其变异性的客观度量，可衡

量现象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程度，当点集在空间上

均匀分布时，其Voronoi多边形的面积变化不大，CV
值低；当点集为集聚分布时，则 CV值高。Duyck-
aerts[20]提出 3个建议值：当CV值小于 33%时，点集为
均匀分布；当 CV值为 33%～64%时，点集为随机分
布；当 CV值大于 64%时，点集为集聚分布。本研究
以 Duyckaerts的建议值作为农村居民点集聚度的
阈值。

2. 3 景观格局指数法

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格局指数是高度浓缩的景观

格局信息，是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空间配置特征的简

单量化指标[21]。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的景观空间

格局进行量化，获取斑块个数、斑块总面积、斑块面

积比例、斑块密度、平均斑块面积以及平均形状指数

等景观格局指数，表征全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

特征。

2. 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包括 2018年平果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比例尺 1∶50 000），喀斯特岩性图以及 2018年平果
市的社会经济数据。

运用ArcGIS10. 4在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中提取出
居民点数据，并创建市域居民点的Voronoi图，分析全
市居民点聚集度；创建不同岩性以及各个乡镇中不

同岩性的居民点Voronoi图，分析在不同岩性下农村
居民点的聚集度。同时，运用 Fragstats4. 2软件计算
居民点的 6个景观格局指数，利用变异系数（CV值）
以及景观格局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同岩性上居

民点分布格局以及规模特征。

3 结果分析

3. 1 喀斯特地区与非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

分布特征

3. 1. 1 基于变异系数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 2018年平果市土地变更调查现状数据，运
用 ArcGIS10. 4软件提取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斑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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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到各个居民点斑块对应的中心点坐标，转换为

点集，生成以中心点为发生元的Voronoi图（图 1），同
时又以乡镇为单位计算Voronoi图的变异系数（表1）。
综合从平果市地质局收集到的地质图与平果市喀斯

特区域空间不连续性特征，将喀斯特地区分为A、B、
C、D、E、F6个区（图 2）分别进行农村居民点的 CV值
计算，取平均值为全市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

CV值。

经过计算得到整个平果市、喀斯特地区、非喀斯

特 地 区 Voronoi 图 的 CV 值 。 全 市 的 CV 值 为
115. 46%，大于 64%，即平果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
布属于集聚型。分析喀斯特地区、非喀斯特地区的

农村居民点CV值可得，非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
CV值达到 132. 79%，高出全市平均水平的 17个百分
点之多，高出喀斯特地区近 25个百分点，与之前学者
们的研究相似，非喀斯特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更加

集中。
图1 平果市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

Fig. 1 Voronoi map of rural settlement areas in Pingguo City
表1 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与CV值表

Table 1 Landscape index and CV value of rural settlement areas in Pingguo City

地区

全域

喀斯特地区

非喀斯特地区

A
B
C
D
E
F

斑块个数/个

4 423
3 086
37
991
1 229
407
316
106
1 337

斑块总面积/
hm2

4 825. 15
3 564. 20
36. 63
748. 98
1 373. 82
650. 09
582. 83
171. 85
1 260. 95

斑块面积

比例/%
1. 95
2. 35
2. 35
2. 40
2. 05
3. 10
2. 25
1. 98
3. 07

斑块密度/
个 ⋅hm-2
0. 92
0. 87
1. 01
1. 32
0. 90
0. 63
0. 54
0. 62
1. 20

平均斑块面

积/hm2

1. 08
1. 15
0. 99
0. 76
1. 11
1. 59
1. 85
1. 62
0. 84

平均形状指数

1. 22
1. 23
1. 31
1. 20
1. 24
1. 25
1. 23
1. 23
1. 22

CV值/%

115. 46
108. 00
109. 53
97. 96
100. 97
123. 02
97. 01
119. 49
132. 79

图2 平果市喀斯特地区岩性分区图

Fig. 2 Lithological zoning map of karst area in Pingg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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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

运用 Fragstats软件计算平果市整个市区以及喀
斯特地区与非喀斯特地区的 6个景观格局指数。全
市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较小，分布范围广且破碎度

较高，居民点用地形态复杂且不规则。全市喀斯特

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的斑块面积比例、斑块密度以

及平均斑块面积 3个景观格局指数相差较大，非喀斯
特区域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占非喀斯特区域总面积的

比重相较喀斯特区域更大，且单位面积内农村居民

点数量较多且更密集。全市喀斯特地区的 6个分区
中，平均形状指数显示喀斯特地区的农村居民点形

态更复杂，这与喀斯特地区崎岖不平的地表密切相

关，说明平果市喀斯特地区的农村居民点与其他喀

斯特地区一样，其空间分布受喀斯特地区特殊地貌

的显著影响。

3. 2 喀斯特地区不同岩性下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

平果市的岩石组合类型分为白云岩与灰岩互

层、灰岩夹白云岩、灰岩、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碳酸盐

岩夹碎屑岩以及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 6类（图 2）。
将岩性与农村居民点数据进行叠加，运用 Arc-
GIS10. 4对 6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乡镇不同岩性上
农村居民点的 Voronoi图（图 3）并计算 CV值，运用
Fragstats4. 2计算景观格局指数（表 2），以分析各乡镇
不同岩性上农村居民点的聚集程度以及景观格局特

征。平果市喀斯特地区总面积为 151 539. 00 hm2，占
全市总面积的61. 67%。

图3 平果市各乡镇不同岩性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
Fig. 3 Voronoi map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lithology in townships of Pingg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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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由白云岩与灰岩层层叠加形

成，该类岩性有不溶于水且孔隙度较小的特征。平

果市白云岩与灰岩互层面积为 29 762. 75 hm2，占平
果市喀斯特地区总面积的 19. 64%，占平果市总面积
的 12. 11%。从平果市全域喀斯特地区分析来看，该
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密度最小，平均斑块面

积最大，表明农村居民点在整个平果市呈现出分布

密集且斑块面积大的特征。

该岩性分布在全市 7个乡镇中，其中 CV值的最
低值（75. 70%）出现于海城乡，最高值（115. 69%）出
现于新安镇。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结果显示，该岩性

上农村居民点在不同乡镇有不同的特征，斑块个数

最多的在太平镇，斑块密度最大值与平均斑块面积

的最小值均在海城乡，各个乡镇中的斑块形状指数

差距不大。分析同一乡镇不同岩性的指数，结果显

示该类岩性在乡镇中的平均斑块面积与CV值较小，
其他指数无突出特征。

3. 2. 2 灰岩夹白云岩

此类岩性中含有白云岩和灰岩，以灰岩为主。

该类岩性面积为 12 782. 57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5. 20%，占市域喀斯特地区总面积的 8. 44%。全市喀
斯特地区中，灰岩夹白云岩上的农村居民点斑块面

积比例最大，说明其上的农村居民点较多，这与其岩

性具有硬度大的特征有较大联系。

灰岩夹白云岩分布于全市 8个乡镇中，在凤梧
镇、坡造镇、榜圩镇 3个乡镇中斑块面积比例指数比
其他岩性高。凤梧镇、旧城镇、黎明乡、坡造镇、太平

镇这 5个乡镇中平均形状指数较大且斑块密度较小，
表明该类岩性上的居民点分布较为分散且形态不

规则。

3. 2. 3 灰岩

灰岩的水文条件基本满足聚落发展条件，易形

成聚集型居民点。该类岩性在平果市喀斯特地区占

比高达 67. 09%。在平果市喀斯特地区的全部岩性
中，该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 CV值最大，农村居民
点分布聚集度最高。

平果市 12个乡镇都有灰岩的分布，与相同乡镇
的其他岩性相比，此岩性上的居民点斑块各指数基

本都处于中上的等级。CV值在大部分乡镇中都表现
出相同的特征，说明此岩性相比于其他岩性上的居

民点聚集度更高。灰岩在其边缘易形成陡坡，因而在

其非边缘地势和缓地区，居民点易呈聚集分布特征。

3. 2. 4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此类岩性中含有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以碎屑岩

为主，孔隙度较低。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在全市占比

最低，仅为 1. 34%，其范围内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个
数少、斑块总面积少、斑块密度和平均形状指数较高

的特征。

该岩性分布的黎明乡、坡造镇、四塘镇和同老乡

4个乡镇中，坡造镇无农村居民点分布，其余 3个乡镇
斑块密度都是最大的，平均斑块面积相对偏低，表明

该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较为细碎。

3. 2. 5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此类岩性以碳酸盐岩为主，由方解石、白云石等

自生碳酸盐矿物组成，性质较为稳定。全市喀斯特

地区中该类岩性上农村居民点的斑块面积比例最

大，农村居民点在其范围内的地类中所占比例较高，

斑块密度为最小值。

该类岩性在全市喀斯特地区的果化镇、海城乡、

旧城镇和新安镇 4个乡镇中分布，表现出斑块面积比
例低且平均斑块面积小的特征，其中旧城镇该岩性

上没有农村居民点分布。

3. 2. 6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

此类岩性由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层层叠加形成，

是全市喀斯特地区 6类岩性中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
比例最小的，但斑块密度和平均形状指数最高，说明

其上的农村居民点形态更加复杂、不规则。

该类岩性仅在平果市四塘镇分布，与灰岩和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两类岩性相比，其范围内农村居民

点斑块面积比例和平均斑块面积两个指数居高。

综上所述，全市喀斯特地区 6类岩性中，碳酸盐
岩与碎屑岩互层、白云岩与灰岩互层、灰岩夹白云岩

3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密集度高，其中碳酸盐岩与
碎屑岩互层这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度最

高。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碳酸盐岩夹碎屑岩两类岩

石上的农村居民点分布较为细碎，这两类岩性在个

别乡镇没有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碳酸盐岩与碎屑岩

互层这类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CV值为最小值，且斑
块面积比例和斑块密度小，其上农村居民点少且聚

集度相对较低。通过在不同乡镇分析各类岩性上农

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可排除部分岩性外的影

响因素，更直接地探索岩性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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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平果市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与CV值表
Table 2 Landscape index and CV value of rural settlement areas in towns and village of Pingguo City

凤梧镇

果化镇

海城乡

旧城镇

黎明乡

坡造镇

四塘镇

太平镇

同老乡

新安镇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

互层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567
444
123
208
189
11
/
8
281
207
26
48
336
212
54
70
/
86
62
11
13
133
89
28
16
/
104
54
13

37

495
198
48
246
37
9
28
222
132
82
8

385. 67
296. 98
88. 69
414. 25
383. 66
28. 79
/
1. 80
237. 31
181. 01
19. 13
37. 17
388. 78
268. 43
49. 34
71. 01
/

72. 50
49. 97
12. 04
10. 49
143. 41
82. 95
39. 22
21. 24
/

171. 85
80. 66
12. 69

78. 50

663. 54
301. 95
60. 09
301. 50
36. 63
13. 38
23. 25
365. 69
236. 90
120. 38
8. 41

2. 01
1. 96
2. 21
2. 40
2. 51
2. 16
/
1. 15
2. 14
2. 11
1. 55
2. 94
1. 98
1. 88
2. 19
2. 40
/
3. 51
3. 77
1. 94
8. 84
1. 77
1. 69
2. 53
1. 34
/
2. 02
1. 88
1. 23

2. 46

2. 26
2. 47
1. 95
2. 14
1. 90
1. 22
2. 80
2. 48
2. 28
3. 21
1. 28

1. 46
1. 50
1. 42
0. 50
0. 51
0. 38
/
4. 44
1. 18
1. 20
1. 36
1. 29
0. 95
0. 90
1. 18
1. 23
/
1. 19
1. 28
0. 91
1. 24
0. 93
1. 17
0. 76
0. 85
/
0. 61
0. 73
1. 18

0. 51

0. 74
0. 71
0. 80
0. 88
1. 01
0. 67
1. 29
0. 61
0. 57
0. 70
0. 95

0. 68
0. 67
0. 70
1. 99
1. 98
2. 62
/
0. 23
0. 84
0. 83
0. 74
0. 77
1. 05
1. 11
0. 85
1. 12
/
0. 84
0. 78
1. 09
0. 81
1. 08
0. 86
1. 31
1. 18
/
1. 65
1. 37
0. 85

1. 96

1. 35
1. 40
1. 25
1. 13
0. 99
1. 49
0. 77
1. 65
1. 77
1. 43
1. 05

1. 20
1. 20
1. 21
0. 84
1. 25
1. 16
/
1. 23
0. 95
1. 26
1. 26
1. 29
1. 22
1. 19
1. 32
1. 31
/
0. 41
1. 19
1. 24
1. 24
0. 78
1. 23
1. 27
1. 21
/
1. 24
1. 24
1. 29

1. 25

1. 26
1. 28
1. 31
1. 26
0. 18
1. 29
1. 32
0. 81
1. 21
1. 22
1. 36

96. 37
99. 21
98. 39
99. 66
91. 13
52. 20
/

69. 30
119. 13
86. 01
75. 70
119. 27
106. 54
106. 96
84. 67
81. 46
/

92. 41
97. 64
130. 90
91. 33
94. 57
109. 64
93. 37
86. 96
/

116. 30
174. 10
61. 83

77. 28

97. 29
100. 08
89. 62
108. 61
89. 40
102. 53
80. 57
168. 58
115. 16
115. 69
64. 56

地区 分类
斑块个数/
个

斑块总面积/
hm2

斑块面积比

例/%
斑块密度/
个 ⋅hm-2

平均斑块面

积/hm2
平均形状

指数
CV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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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圩镇

马头镇

平果市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喀斯特地区

灰岩

灰岩夹白云岩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灰岩夹白云岩

灰岩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

互层

341
261
80
279
173
/
106
546
355
2 030
54
64

37

290. 81
218. 69
72. 12
430. 48
281. 85
/

148. 63
681. 89
350. 29
2 396. 43
46. 43
47. 38

78. 50

3. 30
3. 07
4. 25
3. 42
4. 10
/
2. 61
2. 29
2. 45
2. 36
2. 28
0. 02

0. 02

1. 17
1. 27
1. 15
0. 65
0. 65
/
0. 73
0. 87
1. 02
0. 90
1. 24
1. 35

0. 51

0. 85
0. 79
0. 87
1. 54
1. 54
/
1. 36
1. 16
0. 98
1. 11
0. 80
0. 74

1. 96

0. 92
1. 36
1. 26
1. 24
1. 26
/
1. 24
1. 24
1. 25
1. 23
1. 29
1. 29

0. 78

168. 76
104. 11
123. 31
135. 04
136. 03
/

103. 39
112. 14
118. 44
121. 73
116. 30
113. 75

78. 91

续表

地区 分类
斑块个数/
个

斑块总面积/
hm2

斑块面积比

例/%
斑块密度/
个 ⋅hm-2

平均斑块面

积/hm2
平均形状

指数
CV值/%

4 结论与讨论

（1）平果市农村居民点均聚集分布，喀斯特地区
地表崎岖不平，导致其农村居民点均呈现出形态复

杂、不规则的特征。平果市喀斯特地区与非喀斯特

地区的 CV差值，以及斑块面积比例、斑块密度和平
均斑块面积这 3个景观格局指数之差都表明平果市
与大部分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相似，非喀斯

特地区的农村居民点聚集度高于喀斯特地区，喀斯

特地区农村居民点具有数量多且面积小的特点；

（2）不同乡镇中，同一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空间
分布特征具有一致性。在平果市占比高的灰岩、灰

岩夹白云岩两类岩性均以灰岩为主要成分，岩性硬

度大，按建房要求易形成大型农村居民点聚集地，平

果市在这两种岩性上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均聚集

度高，且形态以簇状分布；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含水层

的富水性强，能被人类利用的水资源较为丰富，该岩

性此特征满足居民选址对用水的要求，因此易形成

聚集度高的农村居民点区域；碳酸盐岩夹碎屑岩以

及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这两类岩性地表崎岖，直

接导致农村居民点形态复杂且分散；

（3）本研究分析不同岩性上农村居民点分布特
征，得到同一岩性不同乡镇上的农村居民点具有同

样的分布特征。今后的研究可通过分析不同岩性上

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趋势更加精准地分析其变化驱动

力，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索喀斯特地区农村

居民点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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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on different lithology in

karst area：A case study of Pingguo City

LI Xiaoqing1，YANG Qianni1，ZHOU Kaichun1，LUO Weiqun2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2.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CAGS，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Abstract Located in Baise Cit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Pingguo City has high terrain in the
north and low terrain in the south，with low mountains and hills in the north and south，and karst landform in the
middle.The karst landform area of the city accounts for 61.67% of the total area，which is a typical karst landform
area. The whole area belongs to the south subtropical monsoon climate zone，with a total area of 2，458 km2，with
9 towns and 3 township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In 2018，the total population of its jurisdiction was 520，412，and
the GDP was 17.653 billion yuan. The total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city is 4，825.15 hm2，the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area is 3，564.20 hm2 ，and the area of non-karst area is 1，260.95 hm2. In this study，GIS spa-
tial analysis，CV value analysis of Voronoi figure，landscape pattern index analysis including patch number，total
patch area，patch area ratio，patch density，average patch area and average shape index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lithologie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ag-
gregation degree and morphology.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and non-karst area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with differ-
ent lithologies in villages and towns.The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s areas under different li-
thology in different townships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other factors such as terrain and landform，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karst area are complex and irregular
in Pingguo City，and the aggregation degree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karst area；（2）Rural settlements on the
same lithology show simila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villages and towns；（3）CV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regation degre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limestone and limestone with dolomite is highest；（4）Landscape pat-
tern index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orphology of rural settlement is complex in the two lithology types of carbonate
rocks with clastic rocks and carbonate rocks interbedding with clastic rocks.This stud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lithologies in karst area，and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 the
study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karst area. However，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and further research con-
tent needs to be done. Future research can analyze th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settlements change more accurately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lithologies，and further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areas more deeply by introducing new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Key words karst，rural settlement，Voronoi diagram，landscape pattern index，Pingguo City

（编辑 黄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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